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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释了重庆市粮油、蔬菜两大产业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原因，提出了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最后探讨了促进
改革合理化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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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条、全产业

领域的系统性、整体性的调整变革，也是重庆市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１］。 粮油和蔬菜作为重庆两

大保供产业，深入推进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推动

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１　 粮菜产业供给侧主要矛盾及原因分析

当前重庆粮油、蔬菜产业供给侧存在的主要矛盾为深层

次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种植效益不断收窄等方面，而且体现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农业发展方式粗放、产业支撑

体系缺位等方面。
１．１　 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

１．１．１　 粮食供求。 ①口粮供需量质矛盾并存。 一方面城镇

常住人口增长会带动商品口粮需求增长，同重庆粮食作物低

商品化率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以现阶段的商品化率增长速

度难以达到人口增长要求。 另一方面高品质个性化口粮供

给缺口较大，２０１６ 年全市优质稻比重仅 ４３％，无公害水稻产

地面积只有 ５．９０ 万 ｈｍ２，绿色大米产量才 ２．４７ 万 ｔ，有机大米

产量更少仅 ０．１２ 万 ｔ；除主要口粮作物外，功能型粮食生产开

发也不足，目前只在豆类、薯类上有一些研发和生产，但总体

数量较少。 ②饲料粮结构与养殖业发展趋势不匹配。 首先，
重庆以猪肉为主的肉类调出量大，养殖业对饲料粮的需求量

较大，随着养殖业规模化程度提高，地产饲料玉米供给不足

将更加突出。 其次，全市草食畜牧业发展快速，对优质牧草

的需求不断攀升，而地产牧草自给率在 ７５％左右，每年购进

的苜蓿、羊草、玉米秸、麦秸等材料多达十几万吨［２］。
１．１．２　 蔬菜供求。 ①品种间结构失衡。 受自然气候限制，４
月、９ 月地产蔬菜产量虽不少，但部分品种产出相对不足；设
施面积占比过小，造成季节间的品种调节手段有限，露地种

植品种普遍以大宗蔬菜为主，品种选择受上一年产量和价格

影响较大，易出现基地产出品种雷同，存在滞销风险。 ②区

域间结构失衡。 重庆地形复杂多样，基地分布不均、大小不

一，造成区域间产量相差悬殊，一些地方因生产条件和科技

落后，部分时段某些品种产量极低，甚至无法生产，市场十分

紧缺，出现了场镇高于区县城、区县城高于主城的“价格倒

挂”现象。 ③优势品种市场拓展不足。 近年，青菜头、萝卜、
儿菜、加工型辣椒等优势产品市场扩展步伐较快，但潜力挖

掘还不够，甘蓝、莲藕、藤菜等部分优势品种的市场也需向外

扩展，以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压力。 ④消费需求响应偏慢。
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对健康品质生活的追求，消
费者在蔬菜产品的选择上不只看重价格，更注重产品品质，
同时受消费季节和消费习惯等影响，产品细分市场逐渐显

现，同一品种不同品质、不同季节间价差日益明显，优质精装

产品质量效益表现更为突出，普通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１．２　 农产品种植效益收窄

１．２．１　 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①家庭经营规模小收入低。 重

庆农民户均耕地面积约 ０．３６ ｈｍ２，其中水田不足 ０．１５ ｈｍ２，按
０．１５ ｈｍ２ 算种植水稻现金收入约 ２ １９４ 元，比农村中低收入

农户的经营收入 ２ ５３９ 元低 １５．７％。 家庭经营规模小导致种

粮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偏低，进而导致种粮农户走向兼业化或

者离弃农业。 兼业化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收入，
但并不能提高粮油产业竞争力，久而久之，非农产业变为农

民的主业，而农业却变成了被兼的副业，种粮仅为满足自身

粮食需求，粮油商品化率更难以提高。 ②粮食规模经营难以

为继。 受制于生产基础条件差需“靠天吃饭”，农机化滞后引

致劳动生产率落后，以及城镇化发展、耕地非粮化导致粮食

规模种植土地流转成本上涨等因素，粮食生产机械化、专业

化、组织化程度低，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种粮效益持续低

位徘徊。 ２０１５ 年全市 ３．３３ ｈｍ２ 规模以上大户粮食种植面积

２．２８ 万 ｈｍ２，仅为总面积的 １％，且数量上有下滑迹象。
１．２．２　 蔬菜效益挖掘不够。 ①基地设施配套不足。 蔬菜基

地主要关注路、沟、渠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而对影响产品品质

的喷滴灌、避雨等必要性生产技术设施，或清洗、转运场的配

套稍显不力，造成生产成本、用工成本增加，同时基地产品受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１９９－２０１，２３３ 　 　 　



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品质产量不稳定。 ②规模化经营

程度低。 目前蔬菜生产仍以散户生产经营为主，虽然在大力

提倡组建合作社，但其发展缓慢，规模小、服务单一，组织化

程度低、带动力弱，使得蔬菜品种结构欠合理，商品率总体较

低，化解市场风险能力较差。 ③加工产品缺乏统一规范。 蔬

菜加工企业规模小且分散，又以小作坊、简易粗加工居多，加
工转化率低，且加工工艺没有严格统一的地方或行业标准，
仅依照企业自身的要求，使得蔬菜加工产品质量难以保障，
销售市场较窄，竞争力不强。 ④品牌建设仍显滞后。 重庆蔬

菜“三品一标”和品牌产品虽多，但能叫得响、有极大知名度

的名优产品却数量有限，菜农的普遍老龄化和有限的文化水

平，使其品牌意识不强，而众多蔬菜生产和销售企业都把很

大精力放在商标的注册和创建上，对品牌宣传投入的人力和

财力远远不够。
１．３　 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１．３．１　 产地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影

响，农业污染问题已由化肥、农药、地膜等投入品过量使用造

成的污染残留，转变为多方面、立体式污染。 放眼全国，耕地

土壤受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严重，点位超标率达 １９．４％；污
水灌溉耕地面积约占总灌溉面积的 ６．６５％以上，造成土壤各

类污染物的累积和超标［３］。 重庆耕地遭受污染的情况同样

不容乐观。 对于农产品而言，产地生态环境是决定其质量安

全的根本因素，农业环境污染不仅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也
严重制约本地农产品外销。 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农产

品和食品安全问题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１．３．２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薄弱。 以蔬菜为例，虽然行业部

门已制定出台相关的蔬菜基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条例，但是实

际执行难度大，监测手段不高，监测指标的科学性和现实需

求无法对应，监测数据缺乏法律依据，并且在监测执行上对

农民的管束力薄弱，给质量安全监管带来很大压力，质量追

溯也很难真正落地。
１．３．３　 标准化生产脱节。 尽管近年来已陆续发布一些国家、
行业和地方标准及技术规范，初步形成了粮油、蔬菜等标准

体系，但由于目前均以小规模生产为主，多数农户应对能力

弱，在生产管理上尤其是防病治虫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

性，标准化技术应用水平低，标准实施和推广难度较大，致使

农产品品质难以保证。
１．４　 产业支撑体系不够完善

１．４．１　 科技支撑不足非常明显。 粮油方面：①品种结构较难

支撑优质粮油产业发展，２０１５ 年全市合法推广水稻品种

２２５ 个，其中优质稻品种 ３４ 个仅占 １５．１％；全市油菜优质率

８５．４％，其中低芥酸、低硫甙“双低”率仅 ５１．６％。 ②机械化轻

简化 技 术 研 究 推 广 不 足， ２０１６ 年 全 市 机 插 秧 面 积

７．８２ 万 ｈｍ２，机插率仅 １１．４％。 蔬菜方面：①基层科技服务缺

位，区县级部门多样、人员偏少，乡镇级服务体系弱、服务力

度有限，１ 个区县级蔬菜服务人员需要承担约 ０．２０ 万 ｈｍ２ 蔬

菜生产的技术服务工作，任务难以完成，致使有效实用科技

近不了农户、接不了地气、落实不到田间地头。 ②科技服务

和应用能力不足，在蔬菜专用品种繁育、生产设施设计、标准

化技术集成、物联网运用等环节相对滞后。 面对劳动力短缺

和生产成本上升的现状，不能及时跟进蔬菜生产对机械化、
智能化的迫切需求。 面对途中运输损耗和入市二次整理损

耗较大的现实问题，很少思考和研究蔬菜采后处理和入市标

准化这一重大课题。
１．４．２　 生产经营主体能力差异显著。 粮油、蔬菜等产业生产

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各自之间种植规模、生产技

术水平、管理水平、效益获取能力等方面参差不齐。 大户技

术水平较高，但因管理能力有限，往往规模较小，带动力弱；
企业规模较大，带动面广，但效益往往直接与技术及管理水

平挂钩，使得部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规范化程度不高、现代

管理经营理念缺乏的企业较难发展；合作社直接吸纳农户入

社合作，难度则主要存在于对农民的管束和技术推广上。
１．４．３　 政策扶持体系不健全。 突出表现在产业加工项目用

地困难，现有的土地政策缺乏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用地的制度

性安排，且因加工企业附加值不高，盈利能力差，财政贡献率

低，对加工、仓储、保鲜等还有一定要求，使其在用地中处于

明显劣势，很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加工用地上囿于高昂的地

价及相关政策法规限制而放弃新扩建工厂，从而直接导致农

产品加工环境差，加工业发展进程相当缓慢。
２　 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

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粮油、蔬菜领域的供给侧

改革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机整合，并非单纯是结构调整，更涉

及到供给体系和结构的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供给质量和

效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增强［４］。
重庆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守耕地红线不

动摇，必须保障粮食安全底线不动摇［５］，绝不能借“增收”
“增效”“改革”之名，把耕地改少、把粮食产能改低。 在此基

础上，努力实现重庆粮油“保口粮、改玉米、增油料、攻杂粮”，
蔬菜“稳面积、稳产量、提品质、增效益”。 同时在策略上从产

业层面、要素层面和制度层面，实行多层面协调推进改革。
在产业层面激活主体、完善产业链条，促进纵横向的多层次

产业融合，不断优化粮菜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在要素层面

激活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等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制度层面围绕

改革目标和任务，采取综合配套、协调推进方式，构建农业生

态补偿、农产品收储、农业保险等有效的制度供给体系。
３　 促进粮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化的对策措施

３．１　 注重优化农产品与区域结构，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着力

满足优质化需求

３．１．１　 调优粮油种植结构，有效供给产品。 ①持续优化水稻

品种结构，拉动商品稻谷供给。 结合示范推广项目，在重庆

“贡米”之乡、“富硒”产区以及优质再生稻区大力应用普及

优质稻品种，“十三五”末实现全市优质稻品种种植比重 ５０％
以上，其中海拔 ６００ ｍ 以上产区种植比重达到 ７０％［６］。 还要

抓住马铃薯主粮化的契机，发挥重庆薯类生产优势，不断壮

００２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大薯类生产规模［７］。 ②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以减少玉米

库存，同时在主城周边和高山地区结合蔬菜产业发展鲜食型

甜糯玉米，在肉牛、奶牛、山羊、家兔等草食牲畜重点区域，结
合草牧业发展青贮饲料玉米、饲用甜高粱等牧草。 ③稳步增

加油菜籽种植面积，提高油菜籽单产。 重庆丘陵甚至部分低

山区≥１０ ℃积温均在 ５ ５００～５ ９００ ℃，河谷丘陵区甚至可以

达到 ６ ０００～６ １５０ ℃，完全能够满足水稻－油菜复种的热量要

求。 通过不断完善稻田基础设施，利用水稻－油菜复种模式，
可以增加油菜种植面积 ６．６７ 万 ｈｍ２ 左右。 在适宜地区，还可

发展核桃等木本油料作物作为食用油供给的补充。 ④大力

开发优质特色杂粮，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紫甘薯、黑花生、酿酒

高粱、保健荞麦、高蛋白大豆、菜用豌葫豆等品种，特别是可

作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有益补充。
３．１．２　 丰富蔬菜花色品种，增加优品比重。 顺应绿色、品牌、
康体、时尚等消费趋向，及时引导本地蔬菜产出结构调整，增
加有效供给，提升均衡自给能力；灵活运用设施栽培、工厂化

生产、贮藏加工等辅助调控手段，多方促进不同蔬菜产区协

调生产和区域、季节、品种等均衡供给。 ①早春季尤其要抓

好沿江流域和低海拔地区设施蔬菜生产，提早上市时节，逐
步压缩茄果类、瓜类、豆类等品种的缺口期；夏秋季主抓高山

蔬菜，并不断丰富叶类蔬菜品种；冬季主抓露地优势蔬菜生

产，特别要重视发挥重庆冬季气候温暖、轮闲地较多、劳动力

相对充沛的优势，增加冬季蔬菜种植。 冬季大宗品种应差异

化发展，各地结合实际，引导种植青菜头、儿菜、棒菜、莴笋、
萝卜等优势品种，适度发展娃娃菜、青花菜、瓢白、菜心、芥蓝

等特色品种。 ②围绕主城保供给、区县保平衡、集镇保自给

目标，市级核心蔬菜基地主要围绕主城区市场需求发展鲜食

蔬菜，大幅度提高商品化率；主城涉农行政区要巩固和改造

城市规划区外的现有蔬菜基地，调整季节种植结构，为主城

区早春季蔬菜供应和全年叶类蔬菜供应做出更多贡献；区域

中心城市和其他自平衡区县继续巩固各自特长，并加快丰富

各季品种，促进周年均衡供应。 ③要加快外销蔬菜产业化发

展步伐，提高国内外市场份额，努力把重庆建成全国“南菜北

运”的重要冬春季蔬菜供应基地和特色蔬菜加工强市。
３．２　 注重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提高粮菜综合效益，着力

满足多元化需求

３．２．１　 充分挖掘和拓展粮菜产业的生产、生活、休闲、景观、
示范、文化传承等功能，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创意农

业，推动产业链条的多维延伸。 彭水县已开建“中国甘薯博

物馆”，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建设稻作农

耕文化创意园、渝菜文化创意体验区等项目，想方设法提高

产业价值和综合效益。
３．２．２　 围绕市场需求，按照前后两端延伸思路打造全产业

链，构建贯穿于生产全过程、全方位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体系，特别是农产品产后加工［８］，实现产业的纵向融合和一

体化。 以蔬菜为例，要壮大榨菜、火锅调料等优势蔬菜加工

业，狠抓萝卜干、泡青菜、盐白菜等专用加工蔬菜生产，支持

涪陵区、万州区、石柱县、綦江区建设榨菜、辣椒加工园区，鼓

励其他自平衡区县发展特色蔬菜加工。
３．２．３　 同二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旅

游、农业电商、“农业＋康养”等产业，实现产业的横向融合和

一体化。 产油大县可大力发展“观光型”油菜生产基地，举办

油菜花旅游节，同时适度扩大养蜂规模，进一步拓展油菜产

业功能。
３．３　 注重推进标准化生产与监管，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着力

满足绿色化需求

３．３．１　 以标准提质量。 ①基础设施标准化，要建设旱涝保收

的高标准农田，结合国家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在全市规划建设一批永久性商品粮基地，基地

建设既要有基础标准，又要有功能标准，还要有投资标准；要
抓好蔬菜标准园建设，除了达到“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
能排、渍能降、机能进、物能运、土肥沃”的标准要求，还应增

加必要性生产技术设施标准化配套建设，逐步实现“避雨、遮
阳、增温、补光”等全天候生产，最大限度降低自然风险。 ②
技术模式标准化，为适应粮菜生产、管理、经营机械化信息化

的需要，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耕作制度都要有不同的技

术模式，有统一种植标准、统一操作规程、统一技术规范、统
一机械化作业，要引导扶持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率先推行标准

化生产，不断提高标准化水平。
３．３．２　 以监管促安全。 ①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落实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综

合治理，推进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系建设，抓好产区土壤、水
质、空气等环境指标监测，重点加强对基地周边小流域的环

境治理，减少灌溉水源污染。 ②持续开展禁限用农药等投入

品专项整治，从源头上加强对农药厂家、卖家的管控，严打非

法生产、销售和使用高毒农药行为，加大农药残留监测力度，
严把安全间隔期、采前自检、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等关口，确
保实现农药减量增效。
３．３．３　 以品牌增信誉。 ①全面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加快

培育壮大农产品公用品牌、传统品牌和优势特色农产品品

牌，不断完善重庆农产品品牌体系。 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
加大对农产品品牌的政策支持，并建立长效投入机制。 同时

由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通过品牌推介会、农产品节庆等方

式，借助新闻媒体力量提升“南川米”“巫溪洋芋”“涪陵榨

菜”“石柱红辣椒”“武隆高山菜”等品牌影响力。 ②引导主

体发展品牌外延产业，鼓励有实力的主体充分挖掘品牌资

源，拓展品牌价值，发展附加值高、前景好的外延产品和农业

观光旅游等外延项目，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品牌竞争力。
３．４　 注重构建一主多元服务体系，增强产业支撑能力，着力

满足职业化需求　 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

固农”的战略要求，切实抓住新型职业农民这个关键，借力

“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兴起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能有效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将农民分散的

个性化供给和需求积聚起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集聚形成规

模效应，促进农业领域分工分业，实现为农服务的便利化。
（下转第 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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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黄山学院与其他非“２１１”本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２１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分类
Ｓｏｒｔ

就业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月薪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ａｌａｒｙ

元

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ｂ∥％
用人单位规模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ｓｉｚｅ

黄山学院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１ ３ ９７４ ５８ ５０ 人 及 以 下， １４％； ５１ ～ ３００ 人， ２７％；
３０１～１ ０００ 人，２０％；１ ０００ 人以上，３９％

其他非“２１１”本科院校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２１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９１ ３ ７６９ ５３ 　 　 　 　 　 　 　 —

表 ４　 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届黄山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ｅｃｉ⁃
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

毕业年份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就业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离职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

校友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ｌｕｍｎａ

教学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６７ ４８ １００ ９０
２０１６ ７９ ３９ ９７ ９５

３　 结语

对生物技术专业进行“创新”和“卓越”背景下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改革，旨在提高生物技术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通过学生创新、工科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使学生毕

业就业时能尽快在岗位上实施、操作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紧扣专业方向和培养特色，通过加强实践实训实习、科技竞

赛、科研项目的创新训练等，努力将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培养

成“应用型突出、创新能力提升、工科素养强化”的新世纪基

层应用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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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可从以下 ５ 个方面促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①通

过互联网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着力

解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存在的“分有余、统不足”
的问题。 ②通过互联网发展农资电商、农业信息服务、农产

品电商、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等新型服务业态，将农业产前、
产中和产后联系起来，实现三产融合。 ③通过互联网构建新

型农村金融体系，为解决农村市场主体贷款难问题提供多元

化、多样性的融资方案。 ④通过互联网盘活农村各类生产要

素，促进农村产权交易流转。 ⑤借助互联网充分发挥农业科

技推广服务平台作用，将农业科研人才、技术推广人才和新

型生产经营主体等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提供先进生产技术

和农业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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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 如名词术语 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ＲＮＡ（核糖核酸）、ＡＴＰ（三磷酸腺苷）、ＡＢＡ（脱落酸）、
ＡＤＰ（二磷酸腺苷）、ＣＫ（对照）、ＣＶ（变异系数）、ＣＭＳ（细胞质雄性不育性）、ＩＡＡ（吲哚乙酸）、ＬＤ（致死剂量）、ＮＡＲ（净同化

率）、ＰＭＣ（花粉母细胞）、ＬＡＩ（叶面积指数）、ＬＳＤ（最小显著差）、ＲＧＲ（相对生长率），单位名缩略语 ＩＲＲＩ（国际水稻研究

所）、ＦＡＯ（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

写起来又很长时），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以
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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